
2023年体育小兔采蘑菇教学反思(优质5
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体育小兔采蘑菇教学反思篇一

大班体育活动《田鼠偷瓜》课后分析

《田鼠偷瓜》是大班的一节体育活动。本活动重点是要练习
幼儿正面屈膝钻的正确姿势。作为大班的幼儿，对钻的动作
应是不陌生的。根据他们的身体发展情况，虽有了一定的动
力定型，但还不巩固。肌肉感觉有了发展，控制能力有了加
强，大、小肌肉群也发展地较好。在平时日常生活中，我经
常发现有许多幼儿非常爱钻洞。虽然在动作上表现比较放松、
协调、连贯和准确，但是多为手脚并用贴地爬行，或者横冲
直撞不管不顾，很少去注意对身体的控制，并运用技巧爬行。
所以我将本活动重点定位于：探索正面屈膝钻的动作。把难
点定为：能有意识地控制身体，保持身体蜷缩状态钻过山洞。

在准备上有些仓促，球准备不太多，一次玩了就得把球送回
去。浪费了不少时间。游戏可以使整个体育活动变得更加有
趣味，从而激发幼儿的`兴趣，使其积极热情地参与到体育活
动中，所以我加入了“田鼠偷瓜”这个游戏。此环节的目的
旨在巩固幼儿正面屈膝钻的动作。在开始游戏前教师虽有提
出明确的要求，但是幼儿往往会记不住，所以我采用了个别
幼儿先尝试，具体演示游戏方法，并及时提醒幼儿纠正错误
动作，在确认大部分孩子都了解游戏方法以后，再进行集体
游戏，以便游戏顺利有序地进行。当然在游戏前，还要提醒
幼儿注意安全，防止碰撞，同时关注孩子们的体力状态，适
当调节孩子的活动量。在此主要采用演示法，让幼儿直观地



感受游戏方法，方便幼儿理解运用。在洞口的高度从80厘米
降低到50厘米，难度有些加大，大部分孩子也都完成了。

整个教学过程我始终遵循大班幼儿的生理及心理发展特点，
科学地制定各个环节，贯彻启发性教学原则，激发幼儿自主
探索的兴趣，通过示范法、情境创设法、游戏法等方法引导
幼儿主动发现并练习正面钻的动作，在此基础上，为幼大班
体育活动的教学反思儿营造了一个宽松愉悦的活动氛围，以
此来达到该次活动的最终目标。孩子玩得还比较尽兴，只是
自己参与的意识不够浓。规则意识仍需加强，一活跃常规就
有点难把控。自己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细节方面总是考虑不周
全。

体育小兔采蘑菇教学反思篇二

1、教幼儿练习钻过70厘米高的障碍物。

2、发展幼儿动作的协调性及灵敏性。

1、小兔头饰若干，数量为幼儿人数2―3倍的蘑菇卡片，小篮
子4只。

2、在场地中间悬挂一条高约70厘米的长绳，布置成“树林”；
场地一端四散撒上“蘑菇”。

一、开始部分

组织幼儿做“小动物来做操”的模仿操。

二、基本部分

1、教师告诉幼儿今天的游戏内容。

2、幼儿想出多种办法后，教师引导幼儿说出哪种方法最好，



最后得出结论：钻过树林采蘑菇最好。

指导语：现在就请小兔试着钻过树林采蘑菇，如果你钻过去
了，采到了蘑菇，请你告诉我你是怎么钻过去的。

3、教师请尝试成功且动作正确的幼儿告诉大家是怎么钻过去
的并示范给大家看，教师小结钻的动作要领：双膝弯弯，腰
弯弯，低着头儿钻钻钻。

4、教师请全体幼儿用正确的方法练习，教师随机指导。

指导语：现在小兔们就可以用刚才学过的方法钻过树林采蘑
菇了，小兔们出发！

5、幼儿游戏，当幼儿把蘑菇全部采完游戏结束。

三、结束部分

1、兔妈妈表扬认真学本领的小兔，小兔们把蘑菇送给兔奶奶
吃。

2、复习儿歌“采蘑菇的小姑娘”。

附《采蘑菇的小姑娘》歌词：

采蘑菇的小姑娘

背着一个大竹筐

清晨光着小脚丫

走遍森林和山冈

她采的蘑菇最多



多得像那星星数不清

她采的蘑菇最大

大得像那小伞装满筐

噻箩箩哩噻箩箩哩噻

噻箩箩箩

噻箩箩箩哩噻

谁不知这山里的蘑菇香

她却不肯尝一尝

攒到赶集的那一天

赶快背到集市上

换上一把小镰刀

再加上几块棒棒糖

和那小伙伴一起

把劳动的幸福来分享

噻箩箩哩噻箩箩哩噻

噻箩箩箩

噻箩箩箩哩噻

噻箩箩箩噻箩箩箩噻箩箩箩噻箩箩箩噻箩箩箩哩噻



整个活动以幼儿为主体，让幼儿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活动中来，
通过游戏锻炼了幼儿的身体平衡能力，达到了预期的活动目
标，作为活动的引导者，我也和孩子们融入在一起，不断提
醒幼儿用正确的方法走小路。当然也存在不足，在活动当中，
没有很好的督促幼儿遵守游戏规则，致使个别幼儿走小路时，
不是从开始就踏上小路，而是从中间插入队列。在日后的活
动中，我会加强培养幼儿的规则意识。

体育小兔采蘑菇教学反思篇三

本次的活动内容“赛龙舟”选材教好。首先考虑到了幼儿的
兴趣特点，有利于调动幼儿的积极性。整个活动是从幼儿的
兴趣出发，注重综合性、趣味性，寓教育于生活、游戏之中。
同时，“赛龙舟”活动具有民族特点，与亚运会也有相关性。

幼儿园活动目标基本上分三个部分，认知方面，技能方面，
情感方面。幼儿体育活动更注重技能和情感，所以幼儿体育
活动目标的设计要充分考虑幼儿在活动中学到的技能和产生
的情感。对于技能方面，还要注意具体技能方面的问题，
如“走，跑，跳等”。这方面容易被忽略，因为我们往往只
重视整体技能，如“协调性，灵活性等”。此次活动目标的
设计就忽略了具体技能方面的问题。

教师的语言很响亮，也很简洁，这也是幼儿体育活动所需要
的。但语言不够自然，这方面的能力需要在以后的教学活动
中加强锻炼。体育活动虽然注重活动的设计，但语言相当重
要，并且有它自身的特点，尤其是幼儿体育活动。

口令和队列是体育课的基本要素，幼儿体育活动同样如此。
此次体育活动口令和队列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有些口令不
够规范。这方面的问题在以后的体育活动中更要重视，要注
意平时的点点滴滴。



体育小兔采蘑菇教学反思篇四

1.能够听信号走、跑。

2.在活动中学习双脚并拢跳和钻的能力。

3.共同体验游戏的乐趣。

4.懂得遵守游戏规则，感受参加集体活动的乐趣。

5.通过活动幼儿学会游戏，感受游戏的乐趣。

教具：四种水果图片若干。

学具：四种小动物图片，四种水果，箩筐做成的小货车四辆，
四个箩筐。

场地：起点线一条。

一、情境导入，激发幼儿的兴趣。

现在我是司机，宝宝们都是送货员，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开着小汽车来到场地上。)

2、热身运动。

森林里的路有些难走，需要经过一些障碍才能到达小动物的
家。那么我们先来做做运动锻炼一下自己吧。

伸伸臂、弯弯腰、踢踢腿、蹦蹦跳。

二、技能训练：听信好走、跑。

1、在马路上有交警叔叔为我们指挥，让我们注意交通安全。



你会听从交警叔叔的指挥吗，让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

2、教师作交警，指挥幼儿走或跑。

要求：幼儿排成四排站在起点，宣布开始，排头幼儿先出发，
听“交警”的口令走或跑，结束回队伍的最后面排好。然后
第二个幼儿继续进行，以此类推。

3、训练2-3次。

4、小结：我们的小送货员真称职，都会听从交警的指挥，遵
守交通规则呢。

三、游戏：运送水果。

1、过渡：接下来我们要正式上路去送水果啦。

2、教师边示范边介绍游戏方法。

瞧，前面有四个小动物的家，我们先要在“小货车”里装上
水果，然后拖着装着水果的“货车”走过一段小路，再跳过
几个小山沟，钻过山洞，再跑到小动物的家，把水果送给他。
最后从边上跑回来把空货车交给第二个小朋友，以此类推。

3、幼儿游戏一次，教师指导。

四、评价活动。

总结活动中出现的问题及表现优秀的宝宝。

首先，体育活动的“味道“不够浓郁，跟体育游戏的区别值
得深思。因为是小班的体育活动，我们总是倡导情境化的游
戏活动引导幼儿积极参与的趣味性，但是锻炼的.形式和强度
有待斟酌。适当渗透队列队形和体育活动的指令应该会更好
些。最后，本次活动重点在于巩固双脚并拢跳、新学双脚分



开跳，难度在于双脚分开、并拢的交替练习。在活动的过程
中，难点的突破主要在于第三环节，若之前能适当进行难点
前置，幼儿原地自由练习双脚并拢、分开交替跳，对接下来
的难点突破应该会有更好的效果。

体育小兔采蘑菇教学反思篇五

大班幼儿已有一定的平衡、跳跃、攀爬的基础，对于一些简
单的体育游戏活动的兴趣已逐渐减弱，他们喜欢有难度，具
有挑战性的游戏。本次活动《能干的小兵》通过游戏活动，
引导幼儿尝试玩梯子，发展平衡能力，并让孩子充分感受到
玩梯子带来的乐趣，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地发展。

梯子对于我们成人来说是不屑一顾的，是那么的普通，但对
于城里的孩子来说是那么的新鲜，于是我提供这一新颖的、
有一定活动难度的梯子把它作为体育器材，给孩子以新奇感，
而且梯子的长度、间距比较适合幼儿开展平衡、跳跃等体育
活动，且运用灵活、多样，同时，走梯子能够使孩子在不断
尝试中主动获取平衡的技能，提高自身的平衡性，并从中体
会到成功的乐趣。在活动中，随着难度的递增，活动密度和
运动量逐步增大，更使本活动富有了挑战性，非常符合大班
幼儿好奇、好冒险的年龄特点。

在本次活动中，通过各种教学手段，激发了幼儿玩梯子的兴
趣，使他们要玩、会玩、爱玩，从而促使幼儿对体育活动兴
趣的巩固、稳定。同时，培养幼儿勇敢沉着、胆大心细和意
志坚强的品质，使他们学会相信自己，做一个自信、勇敢的
人，这将对孩子的终身有益。

本次活动，使我懂得了：我们教师要做一个有心人，随时发
现、注意我们身边的东西，它们都有可能是很好的体育器材、
都有可能带给孩子新奇感。

体育教师要十分重视教学方法的研究。在掌握教育学、心理



学基本知识的基础上，要掌握大量特殊案例，要善于用教育
学、心理学的知识来反思特殊案例，从而掌握教育好不同学
生的策略。幼儿学不好，往往是教师教学方法不得当。通过
对特殊案例的反思，研究改进教学方法，是体育教师提高自
身素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途径。


